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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今平江辖区内即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

人俱乐部，宣传革命思想，培养工人骨干。民国14年(1925)成立中共苏州独立支部，16年

改建为中共吴县县委、苏州县委，机关先后驻区内中张家巷、西海岛、装驾桥巷等处。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苏州县委、工委在城区坚持地下斗争。民国38年(1949)4月，工委

在区内乔司空巷志成小学设立指挥所，指挥护厂护校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苏州，作出

了重要贡献。

1951年11月，成立中共苏州市东区委员会，1955年改称平江区委员会。1961年召开

平江区首次党代表大会，至1999年共召开七次党代会，选举产生区委领导机构。同时，在辖

区内曾先后成立观前(中区)和北塔(北区)区委(在本卷第一章中分区记述，以便完整反映

平江辖区区级党组织的变化情况，相互衔接)。

从50年代起，先后成立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平江支部和平江区

工商联，发挥参政议政作用。

建区初期，成立区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组织，并先后成立其他社会团体，均根据自身特点

开展工作。

除此，解放前辖区内还先后设有中国国民党及其所属特务组织、其他党派、社团及汪伪组织。

第一章中共平江区地方组织

第一节早期组织及活动

一，早期党组织活动

民国10年(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秋，陈独秀介绍苏州东吴大学学生徐雉与省

立第一师范学生华有文取得联系。徐雉，祖籍云南，原在东吴大学读书，思想进步，曾在10

年9月出版的东吴校刊三卷一期上发表《组织新家庭之要素及促成之方法》一文，抨击封建

婚姻制度。后去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回苏后落脚在今平江区南显子巷内的安徽会馆，与

华有文接头，并委华开办平民识字班，以便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华有文，苏州人，曾在第一

师范组织“书报贩卖部”，与上海、天津、北平等地取得联系，将《新青年》、《新潮》、《觉悟》等

引进苏州，广为传播，并经人介绍，认识陈独秀。几经努力，华有文在今平江区较偏僻的潘儒

巷内，以陈旧的眼目司堂为依托，办起了平民识字班。由徐雉按月发三元大洋(当时大约一

石米钱)为经费，由华任授课老师。从民国11年5月起，晚上免费授课。这是由中共直接领

导的苏州第一所平民识字班。两个月后，华有文从第一师范毕业，分配到周庄镇吴县第八高

等小学任教。12年秋，在宫巷基督教堂乐群社内办起苏州第一所工人夜校，发起人中有中

共党员汪伯乐、顾容川、王芝九、潘志春等人。汪伯乐当时在苏州纯一小学任教，顾容川是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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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第二高等小学(今平江区谢衙前善耕小学)教师，王芝九是华有文的同学，潘志春在邮政

局任职。他们以民办福利为名，以教堂为课堂，开办工人夜校，并自费为工人学生购买书本、

粉笔等。开学三天即有160多人次参加。但引起了以振亚绸厂资方陆季皋为首的资方的恐

惧和对抗，他们以丝织业同业公会名义，在祥符寺巷云锦公所内召开绸厂资方会议，决定各

厂每天下午加班一小时，使职工下班后无空读书，致夜校班最终瓦解。但夜校传播的革命思

想培养了朱福卿、张春山、舒正基等第一批工人党员。

民国12年(1923)冬，吴县第二高等小学青年教师顾容川在濂溪坊白蚬桥附近创办工

人俱乐部，并在俱乐部内开办夜校，俱乐部初名“友谊社”。由当时在三元坊江苏省立工业

专门学校预科读书的费孝通、吴江名流费仲琛之子费青，及牧师毛吟槎，以带有教会色彩面

目而开办。由顾容川、费青负责，著名革命家恽代英曾去演讲过。培养和涌现出的党员及青

年积极分子，组建起苏州第一个总工会，并先后发动人力车工人、铁机工人等开展罢工斗争。

民国14年，在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5月31日晨，中共党员姜长林受党组织派

遣，由沪到苏，与当时在乐益女中任教的中共党员叶天底、工专学生秦邦宪等取得联系，传达

党的指示。下午，在北局青年会召开有东吴大学等13校学生800余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

定举行罢课示威。6月1日上午，各校学生在闹市区散发传单，宣讲五卅惨案真相，声援上

海工人斗争。11月22日，苏州学生联合会邀请中共党员肖楚女、姜长林到苏，下午在北局

青年会就关税问题作专题演讲。学生联合会还决定由各校学生会派人在24日分赴玄妙观

等地作露天演讲，散发传单，唤起民众，争取关税自主。

二、中共苏州独立支部

民国14年(1925)5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批准建立中共苏州支部。8月，中共上海

地委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亦称中共江浙区委)，9月初成立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由叶天底任

书记，侯绍裘、张闻天为委员。到年底，已有党团员24人。民国16年3月21日下午，各界

民众数千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苏州独立支部书记顾容川在会上讲话。会

后，游行队伍经观前街、护龙街出城迎接北伐军。当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进驻苏州，结

束了北洋军阀在苏州的统治。4月，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左

派和共产党人遭受清洗、镇压，中共党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三、中共吴县县委

民国16年(1927)6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改建为中共吴县县委，不久改称苏州县委，隶属

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周学熙任县委书记，机关驻城内中张家巷26号。11月，省委派赵霖任苏

州县委书记。到年底，苏州县委下辖平江、胥盘、闾西3个区委，有14个支部，党员190人。民

国17年10月18日，中共苏常特别委员会在常州开会，被国民党特务侦悉。机关转移到苏州

潘儒巷。12月，苏常特委撤销，改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民国18年1月，苏州县委辖区委4个，

共18个支部，71名党员。县委先后驻区内西海岛、装驾桥巷等地。民国19年秋，中共江苏省

委决定将苏州县委改为苏州中心县委。民国21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

派人到苏，逮捕苏州中心县委领导人和一批共产党员。苏州党组织被搞垮，活动中止。

四，中共苏州县委

民国36年(1947)7月，成立中共苏州县委，隶属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县委书记卜明，

委员孑L令宗、陆天虹、徐懋德。时孔令宗任南显子巷从云小学校务主任，卜明于9月到苏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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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从云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县委所属支部有：文心图书馆支部(文心图

书馆于34年8月，由徐懋德和县中学生、地下党员唐崇侃、进步教师吴石牧、进步学生夏锡

生等在护龙街因果巷口的吴石牧家筹办，lO月6日正式对外开放。于36年年初成立党支

部，唐崇侃任书记)，东吴大学支部(36年5月成立，朱潋、路尔铭先后任书记)，面粉业支部

(36年10月成立，陆逢治任书记)，职青支部(36年秋成立，李明谷任书记)，另在丝织业工

人和娄门地区店员中分别建立党小组。同年冬，徐懋德、陆天虹和卜明先后调离苏州，只孔

令宗留在苏州。

五、中共苏州工委

民国37年(1948)1月，成立中共苏州工作委员会，隶属上海局外县工委领导，调张云曾

到苏任工委书记，孔令宗、陶戈辉为委员，8月调马崇儒到苏任工委委员。工委先后下设：职

工区委(同年秋冬成立，孔令宗兼任书记，下辖面粉业支部、职青支部以及丝织业和娄门地

区店员两个党小组，共有党员36人)，文教区委(38年1月成立，沈若兰任书记，共有党员23

人)，青年区委(38年2月成立，马崇儒兼任书记，下辖社教学院、东吴大学、河南大学及中学

支部等6个党支部)。其中，社教学院于35年暑假从四川璧山迁到苏州，驻拙政园，37年建

立党支部；河南大学于37年暑假从河南开封迁到苏州，驻怡园，同年11月建立党支部。此

外，苏州工委还直接领导文心图书馆和工委机关两个直属支部。到苏州解放前夕，共有12

个支部，20多个小组，党员200多人。

民国38年(1949)4月中旬，中共苏州工委在乔司空巷志成小学内设立临时指挥所，统

一指挥护厂、护校斗争；派党员日夜守候在苏州发电厂观前办事处电话总机旁，与各乡变电

站和城内各主要单位联系，了解护厂护校情况及社会治安、敌情变化等动态；组织力量对电

信局、发电厂、面粉厂加以重点保护，为苏州的解放作出重大贡献。

第二节区委员会

一，平江(东区)区委

1951年11月，成立中共苏州市东区委员会，隶属中共苏州市委员会领导，机关驻地先

在濂溪坊(电池厂隔壁)，1952年2月迁至肖家巷29号。市委任命刘展翼为东区区委书记。

建区时，由15名随军南下的党员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区委机关支部。

1955年7月，东区建立娄齐、仓街、临顿路、肖家巷4个街道，未建立街道党组织，所属

党员均参加中共东区委员会机关党支部的组织活动。1957年始，各街道办事处和当地公安

派出所成立党支部。1958年3月，各街道单独成立党支部，区委下辖平江路、观前、皮市街、

东北街和北寺塔5个街道党支部。

1955年3月，区委设立常务委员会。同年10月，中共东区委员会改称中共平江区委员

会。同年10月和1956年3月，平江区先后召开两次党的代表会议，均无选举议程，区委领

导仍由苏州市委直接任命。1958年7月，平江区委机关迁至旧学前32号。

1958年11月，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成立苏州市平江人民公社。中共平江区委亦称

中共平江人民公社委员会。是年共有支部59个，党员2342名。同时还建有8个党总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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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布厂(103名党员，下同)、红旗布厂(59)、东风丝绒厂(46)、新华针织厂(49)、苏绣厂

(41)、化工食品厂(62)、苏州印刷厂(48)、苏州织带厂(44)；6个党委：东吴丝织厂(171)、

新苏丝织厂(166)、光明丝织厂(122)、北园钢铁厂(89)、振亚丝织厂(160)、娄葑乡(204)。

1960年6月，区委下属的5个街道党支部调整为4个人民公社分社(观前、平江路、北寺塔、

东北街)党委。同年7月，调整市区建制，平江人民公社分为平江、北塔两个人民公社，平江

人民公社党委下辖大儒、建新、卫道、丁香、东花、干将、观前、怡园、旧学前9个管理区党支

部。同年有支部52个，党员1265名。总支5个：协成布厂(99)、苏州仪表厂(52)、毛纺厂

(37)、苏绣厂(40)、观前商场(89)；党委2个：振亚丝织厂(166)、东吴丝织厂(187)。

1961年10月，平江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共平江区(平江人民公社)委员

会。下属9个管理区划为平江路、观前2个片，大儒、建新、卫道、丁香、东花划为平江路片；

干将、观前、怡园、旧学前划为观前片。以片为单位建立党支部。1962年7月撤销平江人民

公社建制，下属片党支部也恢复为街道党支部。1963年3月撤销北塔区，辖区仍划归平江

区。年底有党支部58个，总支2个：苏州织带厂(54)、东吴酒厂(47)。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区委领导机关遭到“造反派”组织的冲击，至1967年初，

区委陷于瘫痪，被迫停止工作。同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三。七部队奉命介入地方，军

代表进驻区机关主持工作。1968年4月，“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成立由解放军、干部、

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东风区革命委员会。翌年7月，建立东风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代行

原区委的部分职权。1970年9月，召开中共东风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东风区

第一届委员会，区革委会党的核-tM,组随之撤销。1971年建有党总支5个：井岗山街道(原
皮市街街道)、红卫街道(原北寺塔街道)、东风街道(原东北街街道)、东方红街道(原观前

街道)、前进街道(原平江路街道)党总支。1975年，军代表奉命回部队，一批老干部重新走

上领导岗位。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区委书记离任暂缺，由副书记杨彬主持工作。

此后，市委对区委领导成员作两次调整、增补。

1978年12月，召开中共东风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东风区第二届委员会。

1979年6月，东风区复称平江区。全区除街道建党总支外，区机关、公安分局、房管分局均

建党总支。

从1982年1月起，街道党总支改为党委。1984年6月，娄门街道分为娄门、东北街两个

街道。至此，区委下设平江路、观前、皮市街、东北街、娄门、北寺塔6个街道党委。同年6月

24日，区委机关迁至临顿路216号。

1984年8月，召开中共平江区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平江区第四届委员会。

自1983年至1986年，在区人大、区政府、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和工业局等单位建立7个

党组，同时建有区人武部党委和工业公司党委。1986年4月工业公司撤销，随之建立区工

业局直属单位党委。此外，公安分局、小教、城建、区属系统分别建立党总支。区委下设平江

路、观前、皮市街、东北街、娄门、北寺塔6个街道党委。1994年1月，全区6个街道党委统

一改建为区委的派出机构——街道党工委。

1988年3月、1991年3月和1996年3月，召开中共平江区第五、第六、第七次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中共平江区第五、第六、第七届委员会。至1999年，全区建有党委11个，总支

6个，支部175个，共有党员37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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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中共东区委员会成立时，区委和区政府合署办公，一套工作机构。1952年

7月，区委和区政府分设工作机构，区委下设秘书室、组织科、宣传科、统战科。1953年6月

增设工业科，1956年10月设财贸科，1957年10月设监察委员会。1959年1月增设农村工

作科，同年7月撤销。1963年3月将科改为部，10月增设党训班，1965年9月停办。1966

年4月设街道工业政治处。至1966年5月，区委设有9个工作机构。“文化大革命”期间，

区委工作机构停止工作。1978年4月开始，区委逐步恢复工作机构。先后设立办公室、组

织部、宣传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党训班、统一战线工作部和政法委员会。1984年2月，建立

区机关党委，区委纪委升格为中共平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党训班改为区委党校。1985年6

月，区政府的老干部科改属区委工作机构。至1987年lo月，区委下设8个工作机构和1个

直属单位。此外，还根据工作需要，先后设立核查“三种人”办公室、整党办公室、落实政策办

公室和老案复查办公室等非常设工作机构。1988年6月，老干部科改为老干部局。1996年7

月，区党政机构改革，区委工作机构设：办公室、政策研究室、保密局、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

工作部(同时挂“台湾事务办公室”、“侨务办公室”牌子)、政法委员会(同时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牌子)；老干部局隶属组织部，保留原建制；机关党委改为区委派出机构，称

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局合署办公，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表12—1 中共平江区(东区)区委书记、副书记名录

名 称 书 记 副书记

刘展翼(1951．12—1953．1)
彭克(1952．7—1953．4)

东区委员会 彭克(1953．4—1955．4)
林泉(1953．6—1954．9)

江洪(1954．2—1955．4)
江洪(1955．4—1955．10)

姚玉仁(1955．5～1955．10)

姚玉仁(1955．10—1955．12)

江洪(1955．10—1956．4)
丁学宝(1956．7—1957．7)

平江区委员会 刘嘉谟(1956．4—1957．7)
王德纯(1957．7～1958．11)

江洪(1957．7～1958．11)
王也六(1957．7—1958．11)

刘嘉谟(1957．7—1958．11)

刘金之(1958．9—1958．11)

刘金之(1958．11～1959．5)

王德纯(1958．11—1960．7)

江洪(1958．11—1959．4)

刘嘉谟(1958．11～1959．6)

平江区委员会 石高才(1959．5～1959．11)

(平江人民公社委员会)
王也六(1958．11～1960．7)

朱武秀(1959．5—1960．2)

王良甫(1959．11—1960．7)

彭克(1960．2—1960．7)

曲乃凤(1960．3—1960．6)

沈一新(女，1960．6—1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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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书 记 副书记

王德纯(1960．7—1961．10)

沈一新(女，1960．7—1961．6)

陆逢治(1960．7—1961．3)
平江区(人民公社)

彭克(全面负责，1960．7—1961．10) 蔡文祥(1960．7—1961．6)
委员会

孙效明(1960．7—1961．10)

李蕴(女，1960．7—1961．6)

汤国方(1961．6—1961．10)

孙效明(1961．1l一1963．2)

汤国方(1961．11—1962．9)

彭克(第一书记，1961．11—1963．2) 杨彬(1963．3一 )

平江区委员会(首届) 王德纯(第二书记，1961．11—1963．2) 朱武秀(1963．3一 )

姚崇德(1963．3—1964．7) 王良甫(1963．3—1964．4)

王厚泽(1964．7一 )

徐志强(1964．7一 )

东风区革委会党 杨彬(副组长，1969．7—1970．9)

的核心小组
张宝荃(组长，1969．7—1970．9)

孙庆芳(副组长，1969．7—1970．9)

杨彬(1970．9—1978．3)

王健(1970．9—1975．2)
孙庆芳(1970．9—1978．11)

东风区委员会① 王建章(1971．6—1973．9)
石朋(1977．10—1978．12)

刘彦傅(1973．5—1978．12)

彭克(1977．12—1978．12)

刘彦傅(1978．12～1979．3)

，彭克(1978．12—1980．8)

平江区三届(东风区二届)
石朋(1978．12～1979．3) 苏海明(1979．5—1984．8)

刘彦傅(1979．3—1981．7) 张振涛(1980．5—1984．8)
委员会

盛家振(1984．1—1984．8) 李干(1981．10—1984．1)

杨林(1982．3—1984．8)

顾振亚(1984．1一1984．8)

张振涛(1984．8—1988．3)

顾振亚(1984．8—1987．3)
平江区委员会(四届) 盛家振(1984．8—1988．3)

杨林(1984．8—1987．5)

龚立(1987．8—1988．3)

①1976年lo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东风区第一届委员会继续主持工作。后按顺序排列，认定为中共平江区

第二届委员会。1976年10月至1977年lO月，区委书记离任暂缺。由副书记杨彬主持工作。此后，市委对区委领导成员

作过两次调整、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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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书 记 副书记

张振涛(1988．3—1990．4)

龚立(1988．3—1988．12)

平江区委员会(五届) 盛家振(1988．3—1991．3) 高福民(1989．2—1991．3)

许福荣(1990．3—1991．3)

周性光(1991．2～1991．3)

许福荣(1991．3～1992．12)

高福民(1991．3～1995．12)

盛家振(1991．3—1992．2) 周性光(1991．3～1996．1)
平江区委员会(六届)

吴德富(1992．2—1996．3) 王恩官(1992．12—1996．3)

周人言(1996．1—1996．3)

李群昌(1996．1—1996．3)

周人言(1996．3—1997．5)

吴德富(1996．3—1997．5)
王恩官(1996．3一 )

平江区委员会(七届)① 李群昌(1996．3～1998．1)
周人言(1997．5一 )

曹新平(1997．5一 )

张晋德(1997．12一 )

表12—2 1951—1982年平江区党支部情况一览表② 单位：人

支部数
年份 党员数 党支部名称(党员数)

(个)

1951 15 1 机关

1952 95 6 机关、公安、工厂食品、工厂纺织、店员、手工业

区委(21)、区政府(15)、区公安(18)、区税务(7)、手工业合作社(4)、大中绸

厂(12)、益华布厂(3)、滋康、美新布厂(9)、江南油厂(7)、协源米厂(9)、义茂米
1953 133 17

厂(3)、震信米厂(3)、酿酒业(5)、城中店员(7)、娄门店员(4)、齐门店员(5)、街

道(5)

区委(28)、区政府(16)、区公安(18)、区税务(6)、手工业合作社(6)、大中绸厂

(15)、益华布厂(8)、千里绸厂(5)、华星、永固布厂(3)、滋康布厂(6)、华丰医疗器

械厂(4)、杨允记绸厂(4)、江南油厂(6)、美华布厂(5)、立大布厂(6)、泰来绸厂
1954 220 28

(4)、协源米厂(7)、义茂米厂(9)、义滴和油厂(3)、震信米厂(7)、酿酒业(8)、增

华厂(6)、雨伞社(5)、竹器社(4)、城中手工业(10)、城中店员(10)、娄门店员

(6)、齐门店员(5)

①因“文化大革命”原因和本志下限定为1999年，故首届和七届区委部分正副书记的任职终止时间空缺。

②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资料缺。因资料来源不同，个别年份的党员数与各支部党员数之和略有出入，

以年度党员数为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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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数
年份 党员数 党支部名称(党员数)

(个)

益华布厂(8)、滋康、美新布厂(13)、大陆绸厂(5)、泰来米厂(4)、增华厂(8)、协

源米厂(9)、义德和油厂(6)、义茂米厂(16)、震信米厂(9)、江南油厂(10)、立大

布厂(11)、娄门酿酒厂(7)、齐门酿酒厂(9)、城中店员(7)、娄门店员(7)、齐门店

1955 376 34 员(6)、粮食代销(2)、城中手工业(5)、纺经(5)、劳协(5)、漳绒(11)、竹器社

(11)、雨伞社(8)、剪刀社(3)、协成布厂(38)、苏州酒厂(12)、克来砂轮厂(3)、光

华水泥厂(8)、石英厂(12)、杨允记绸厂(8)、华昌绸厂(4)、接头(7)、华丰医疗器

械厂(4)、瑞裕(4)

区委机关(17)、区人委机关(25)、区公安(29)、区法院、检察院(4)、区税务(7)、

1956 191 14 街道(19)、手工业(18)、手工业联合(11)、第四竹器社(7)、猪鬃社(6)、第一缝纫

社(14)、第五缝纫社(18)、商业(13)、小教(13)

区委机关(30)、区人委机关(28)、区公安(5)、区法院(3)、区税务(6)、观前街办

(8)、五卅路街办(15)、肖家巷街办(18)、临顿路街办(5)、娄门街办(3)、齐门街

办(4)、粮管所(11)、商业(21)、饮食(13)、小教一支(10)、小教二支(9)、第一缝

纫社(10)、第五缝纫社(13)、第一竹器社(11)、第四竹器社(5)、丝织(18)、合线

(7)、纺经(6)、打线(4)、棉麻(5)、毛巾(3)、第四木器社(4)、船橹(7)、雨伞社
1957 581 49

(12)、第三剪刀社(8)、第六铁业社(6)、第一皮鞋社(11)、第四车辆社(6)、猪鬃

社(7)、刻字社(6)、手工联一支(7)、手工联二支(9)、手工联三支(6)、大新纤维

厂(30)、苏州酒厂(24)、新苏医疗厂(7)、克来砂轮厂(11)、宇宙电工器材厂(7)、

光华水泥厂(9)、新丰医疗厂(9)、建华、华丰医疗厂(9)、新声乐器厂(12)、联合

制冰厂(7)、穗康隔音板厂、第一石灰厂(5)

区委机关(44)、区人委机关(46)、区公安(6)、区税务(10)、观前街办(17)、平

江路街办(15)、东北街街办(10)、皮市街街办(12)、北寺塔街办(9)、平江小教

(14)、北街小教(7)、平江米厂(43)、大新纤维厂(19)、电气仪表厂(17)、光华

水泥厂(14)、联合制冰厂(5)、合成化工厂(13)、平江机械厂(20)、平江电工器

材厂(5)、庆丰塑料厂(3)、平江浇钢厂(8)、经纬厂(9)、木模型厂(4)、光明皮

革厂(26)、平江呢绒服装厂(18)、平江竹制品厂(6)、防水制品厂(9)、西乐器厂

1958 2342 59 (11)、苏州印染厂(40)、缝纫机厂(2)、南洋电池厂(6)、苏州医疗厂(25)、福康

药厂(24)、东方红合金钢厂(5)、平江窑厂(4)、电讯仪表厂(4)、耐火材料厂

(5)、东海机械厂(11)、新光漳绒厂(36)、长江机械厂(66)、宋锦厂(15)、美术

地毯厂(17)、檀香扇厂(19)、雕刻厂(8)、工艺玩具厂(16)、建筑材料厂(7)、骨

器竹刻社(4)、金银箔社(10)、平江粮管所(13)、日用百货(67)、副食品(64)、

饮食服务(39)、中西药(8)、火车站商店(4)、人民银行办事处(8)、民政工业

(1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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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数
年份 党员数 党支部名称(党员数)

(个)

区委机关(38)、工办(15)、文卫办(17)、财贸办(23)、公安(8)、平江路街办

(17)、东北街街办(17)、北寺塔街办(10)、皮市街街办(20)、观前街办(25)、银

行办事处(9)、联合医院(6)、城东小教(8)、大儒小教(8)、干将小教(5)、善耕

小教(6)、北街小教(6)、旧货信托(5)、日用百货(48)、日用杂品(4)、副食品

(31)、糖果区店(23)、饮食(22)、服务(20)、火车站商店(6)、粮管科(14)、中西

药(11)、菜场管理处(9)、煤建区店(4)、北园蔬菜农场(3)、平江呢绒服装厂

(23)、平江米厂(43)、联合冰厂(6)、第二米厂(19)、西乐器厂(16)、平江化工

1959 904 66 厂(14)、苏州雕刻厂(21)、庆丰塑料厂(5)、工艺玩具厂(20)、机械模型厂(5)、

南洋电池厂(9)、竹制品厂(4)、雨衣蜡布厂(8)、布制用品厂(3)、月中桂化工厂

(3)、平江制药厂(3)、苏光眼镜厂(5)、苏州蓄电池厂(5)、平江纸制品厂(4)、

缸罐厂(2)、新华玻璃厂(4)、电工仪器厂(4)、平江经纬厂(11)、平江棉毛纺织

厂(4)、平江纺织厂(4)、美术地毯厂(19)、庆华金线厂(17)、长江汽车配件

厂(9)、苏州缝纫机厂(4)、平江耐火材料厂(11)、电工机械厂(12)、苏州建

筑材料厂(13)、合金钢工具厂(9)、五金制造厂(11)、五金修配厂(6)、平江

农具厂(3)

区机关(42)、工业(8)、财贸(9)、交建(15)、文教(10)、公安(15)、区五办

(10)、卫生所(6)、大儒小教(8)、干将小教(7)、观前管理区(12)、旧学前管理

区(11)、怡园管理区(10)、干将管理区(7)、丁香管理区(3)、卫道管理区(9)、

建新管理区(8)、东花管理区(6)、大儒管理区(9)、人民银行办事处(6)、粮食

(9)、蔬菜站(2)、中西药区店(10)、平江农场(9)、平江育种场(6)、平江饲养场

(4)、群英仪表厂(6)、罐头食品厂(16)、美术地毯厂(20)、无线电厂(10)、苏州
1960 1265 52

医疗厂(30)、苏州钟表厂(10)、五金工具厂(8)、机械模型厂(13)、苏光光学仪

器厂(7)、新华玻璃厂(8)、跃进织毯厂(19)、苏州文具厂(4)、庆丰塑料厂(6)、

南洋电池厂(6)、平江棉织厂(4)、苏州雨具厂(13)、苏州印刷厂(27)、苏州

饼线厂(11)、冷饮制冰厂(11)、纺织开关厂(20)、光明皮革厂(53)、西乐器

厂(15)、庆丰金线厂(11)、稻香村糖果厂(13)、软木制品厂(2)、民办第二

(1)

区委党群(34)、财贸(17)、工业(13)、民政街道(40)、公安(15)、交建(16)、粮食

(18)、人民银行办事处(5)、区五办(31)、卫生所(14)、环卫站(9)、茶糖烟酒区店

(24)、煤建杂品区店(4)、饮食服务区店(32)、百货区店(12)、副食品公司(14)、

育种场(5)、大儒小教(9)、干将小教(6)、手工业联合(26)、罐头食品厂(14)、美
1961 536 37

术地毯厂(18)、平江木器厂(15)、苏光眼镜厂(7)、跃进织毯厂(16)、新艺服装厂

(16)、苏州文具厂(5)、南洋电池厂(6)、平江棉织厂(6)、苏州雨具厂(11)、苏州

印刷厂(27)、苏州线厂(15)、冷饮制冰厂(13)、稻香村糖果厂(9)、平江煤球厂

(3)、月中桂化工厂(3)、群英制锁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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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数
年份 党员数 党支部名称(党员数)

(个)

区委机关(25)、人委／8"L关(37)、公安(21)、税务(6)、银行办事处(7)、交通运输(5)、

平江路街办(17)、观前街办(16)、房产(10)、区医院(6)、区环卫站(7)、饮食服务

(45)、煤建杂品(9)、茶糖烟酒(23)、中西药(7)、苏州印刷厂(26)、南洋电池厂(7)、

1962 459 37 苏州线厂(13)、跃进织毯厂(22)、新艺服装厂(8)、美术地毯厂(16)、群英制锁厂

(7)、月中桂化工厂(3)、平江缝纫社(6)、软木弹花社(7)、平江木器社(8)、苏州雨

具社(7)、五金刀剪社(9)、苏光眼镜社联合(12)、五金文具社(6)、平江综合(4)、修

补服务(6)、粮管所(18)、荤素食品(13)、菜场管理处(7)、大儒小教(7)、干将小教(6)

区委机关(48)、人委机关(52)、联社机关(11)、区五办(5)、公安分局(41)、银行办

事处(7)、税务(8)、皮市街街办(13)、北寺塔街办(13)、平江路街办(20)、观前街

办(17)、东北街街办(19)、房建(14)、运输联社(16)、中西药(11)、联诊(13)、环卫

站(10)、北街辅导区(10)、城东辅导区(8)、干将辅导区(6)、大儒辅导区(7)、平江

粮管所(34)、饮食服务(11)、煤建杂品(10)、副食品(17)、烟糖百杂(7)、服务

(30)、饮食(16)、茶糖(16)、日用百货(10)、荤食品(8)、素食品(11)、广州食品商

店(4)、泰山皮箱厂(7)、电工器材厂(6)、长江五金厂(14)、五金实验工厂(7)、群

英制锁厂(6)、标准五金文具厂(3)、雨伞社(7)、三八螺丝社(4)、新华制镜社(5)、

上半年
文教用品社(3)、光华电镀社(8)、竹制品社(9)、平江弹花社(4)、软木制品社(3)、

97 手工联合(4)、苏式木器社(10)、剪刀社(6)、木床棕垫社(7)、制鞋社(5)、红旗建
(1271)

筑五金社(8)、理发工具社(8)、复制回纺社(5)、光明电镀社(4)、东畀服装社(5)、

第一造纸社(4)、杂品社(6)、群力造纸社(4)、苏州印刷厂(28)、美术地毯厂(14)、

苏州线厂(13)、南洋电池厂(7)、月中桂化工厂(7)、美丰丝织厂(9)、工艺玩具厂

(10)、丝绸印花厂(16)、平江电线厂(7)、穗康建筑材料厂(9)、炼气厂(8)、炼油厂

(9)、大蛳化工厂(7)、平江化工厂(12)、福康化工厂(14)、合成化工厂(14)、苏州酒
1963

厂(19)、缝纫机厂(15)、大新纤维厂(11)、光明皮鞋厂(11)、光明制革厂(9)、新华针

织厂(24)、东风丝绒厂(29)、宋锦织物厂(25)、玉石雕刻厂(9)、锦绣丝织厂(27)、庆

华金线厂(13)、红木雕刻厂(10)、檀香扇厂(15)、花线厂(10)、戎镒昌皮鞋厂(4)、苏

绣社(25)、刺绣供销社(12)、骨器社(4)、苏光眼镜社(7)、稻香村糖果厂(3)

区委机关(49)、人委机关(50)、联社机关(11)、区五办(4)、公安(39)、银行(7)、税务

(9)、皮市街街办(14)、北寺塔街办(13)、平江路街办(21)、观前街办(18)、东北街街

办(19)、房建(13)、运输联社(16)、中西药(11)、联合诊所(12)、环卫站(10)、北街辅

导区(11)、城东辅导区(7)、干将辅导区(7)、大儒辅导区(8)、泰山皮箱厂(7)、电工

器材厂(6)、长江五金厂(14)、五金实验工厂(7)、群英制锁厂(6)、标准五金厂(3)、
年底

58 雨伞社(7)、三八螺丝社(4)、新华制镜社(5)、苏光眼镜社(7)、文教用品社(3)、光华
(609)

电镀社(4)、国际缝纫社(8)、新艺服装社(6)、平江钟表社(8)、竹制品社(9)、弹花社

(4)、软木制品社(4)、手工业联合(4)、苏式木器社(10)、剪刀社(6)、木床棕垫社

(7)、制鞋社(5)、红旗建筑五金社(8)、理发工具社(9)、复制回纺社(5)、光明电镀社

(4)、东弄服装社(5)、第一造纸社(3)、杂品社(6)、群力造纸社(4)、粮管所(32)、饮

食服务(11)、煤建杂品(3)、副食品(13)、豆制品(5)、烟糖百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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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支部数
年份 党员数 党支部名称(党员数)

(个)

区机关(51)、商业(14)、银行(6)、税务(10)、皮市街街办(18)、北寺塔街办(15)、

平江路街办(29)、观前街办(16)、东北街街办(23)、房建(17)、运输联社(14)、中

西药(10)、联合诊所(12)、环卫站(9)、北街小教(9)、城东小教(7)、干将小教(6)、
1964 355 30

大儒小教(7)、平江服装社(6)、平江钟表社(5)、平江黑白铁社(4)、中华水电社

(4)、粮管所(26)、饮食服务(10)、煤建(5)、副食品(8)、豆制品(5)、烟糖(6)、小

百货(3)

区机关(42)、区商业分局(11)、观前街办(16)、平江路街办(30)、北寺塔街办(17)、

东北街街办(24)、皮市街街办(21)、房产公司(9)、市政工程队(5)、房建合作社

(12)、联合诊所(11)、北街辅导区(6)、善耕辅导区(6)、城东辅导区(7)、干将辅导区
1965 319 27

(6)、大儒辅导区(7)、粮管所(23)、饮食服务(10)、煤建杂品(4)、副食品(14)、烟粮(7)、

小百货(3)、平江服装社(5)、平江钟表社(4)、中华水电社(4)、平江黑白铁社(4)、区生

产办(11)

苏州服装二厂、东风量具厂、东风橡胶厂、东风塑料制品厂、东风电器厂、文化用品

社、苏州刀片厂、东风服装一社、东风黑白铁制品社、苏州表牌厂、第一钟表社(所
1970 354 48

辖：飞轮橡胶、刻字、膛鞋、陶器社)、东风皮革制品社、华光五金社、水平食品厂、东

风制药厂、东风建筑工程队、猪鬃加工社、人武部、区机关

服装二厂(5)、东风制药厂(5)、东风电器厂(4)、东风木器厂(13)、标准五金文具厂(7)、

新苏造纸厂(5)、东风搭建社(5)、皮卷尺厂(3)、华光五金厂(6)、服装一社(3)、服装

二社(4)、东风晶体管厂(3)、东风皮革社(3)、东风铆焊厂(5)、东风仪表电器厂(8)、
1971 375 57

东风量具刃具厂(6)、苏州刀片厂(9)、猪鬃社(3)、苏州金粉厂(10)、水平食品厂(3)、陶

器社(4)、东风拉丝厂(3)、修建队(3)、东风橡胶厂(4)、苏州医疗刀剪厂(8)、标准件

厂(3)、东风蝮料厂(6)、苏州表牌厂(4)、供销经理部(4)、区机关2个支部(49)

区医院(12)、区实验小学(2)、观前小教(5)、平江小教(12)、皮市小教(5)、娄门小

教(5)、北塔小教(5)、服装二厂(5)、东风电器厂(4)、东风木器厂(14)、标准五金

文具厂(7)、新苏造纸厂(4)、竹器搭建社(4)、皮卷尺厂(3)、华光五金厂(8)、服装

1972 420 58 一社(3)、服装二社(6)、晶体管厂(4)、皮革社(3)、铆焊厂(4)、仪表电器厂(6)、量

具刃具厂(6)、苏州刀片厂(10)、猪鬃社(3)、金粉厂(10)、水平仪器厂(2)、表牌厂

(4)、陶器社(4)、东风拉丝厂(4)、修建队(3)、东风橡胶厂(4)、医疗刀剪厂(9)、标

准件厂(4)、东风塑料厂(5)、区经理部(4)、区机关2个支部(58)

区医院(12)、区实验小学(3)、观前小教(5)、平江小教(6)、皮市小教(3)、娄门小

教(6)、北塔小教(5)、医疗刀剪厂(12)、标准五金文具厂(7)、苏州刀片厂(10)、仪

表电器厂(8)、东风电器厂(7)、东风橡胶厂(4)、东风塑料厂(6)、东风拉丝厂(4)、

服装二厂(8)、服装一社(3)、服装二社(4)、水平仪器厂(4)、华光五金厂(6)、皮卷
1973 475 41

尺厂(3)、皮革制品社(3)、新苏造纸厂(5)、猪鬃社(3)、苏州金粉厂(10)、东风木

器厂(15)、东风镜片社(3)、陶器厂(3)、量具刃具厂(4)、文教用品社(3)、铆焊厂

(3)、日用五金厂(4)、竹器搭建社(5)、刻字社(3)、通讯器械厂(5)、标准件厂(3)、

表牌厂(3)、建筑工程队(3)、供销经理部(3)、区机关2个支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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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支部数
年份 党员数 党支部名称(党员数)

(个)

区医院(11)、区实小(3)、观前小教(6)、平江小教(6)、皮市小教(3)、娄门小教

(6)、北塔小教(5)、医疗刀剪厂(10)、标准五金文具厂(7)、苏州刀片厂(10)、仪

表电器厂(9)、东风电器厂(8)、东风橡胶厂(5)、东风塑料厂(6)、东风拉丝厂

(4)、服装二厂(8)、服装一社(3)、服装二社(4)、水平仪器厂(3)、华光五金厂

1974 494 61 (6)、皮卷尺厂(4)、皮革制品社(3)、新苏造纸厂(5)、猪鬃社(3)、苏州金粉厂

(12)、东风木器厂(16)、东风镜片社(3)、陶器厂(1)、量具刃具厂(4)、文教用品

社(3)、东风铆焊厂(3)、日用五金厂(4)、通讯器械厂(7)、标准件厂(3)、苏州表

牌厂(4)、竹器搭建社(5)、建筑工程队(3)、刻字社(3)、经理部(4)、区机关2个

支部(65)

区医院(11)、区实小(3)、观前小教(5)、平江小教(6)、皮市小教(3)、娄门小教

(7)、北塔小教(5)、工宣队(4)、东风木器厂(13)、东风塑料厂(6)、苏州刀片厂

(9)、水平仪器厂(2)、铆焊厂(3)、服装二厂(7)、苏州表牌厂(4)、皮卷尺厂(6)、

苏州金粉厂(12)、仪表电器厂(8)、通讯器械厂(5)、标准件厂(3)、陶器厂(3)、

1975 537 65 华光五金厂(6)、量具刃具厂(5)、医疗刀剪厂(10)、Et用五金厂(4)、搭建工程队

(6)、新苏造纸厂(5)、东风电器厂(9)、东风橡胶厂(4)、刻字社(3)、皮革制品社

(3)、东风拉丝厂(3)、建筑工程队(3)、标准五金文具厂(7)、猪鬃社(3)、服装一

社(3)、服装二社(5)、东风镜片社(3)、文化用品社(4)、经理部(5)、区机关l、2、

3支部(71)

区医院(13)、娄门学区(4)、城东学区(2)、皮市学区(3)、北塔学区(4)、观前学

区(5)、平江学区(7)、区实验小学(3)、工宣队(5)、苏州刀片厂(5)、东风电器厂

(3)、仪表电器厂(6)、通讯器械厂(5)、标准件厂(4)、量具刃具厂(5)、机修厂

(9)、苏州表牌厂(5)、锅炉修造厂(3)、日用五金厂(4)、东风塑料厂(6)、橡胶厂

1976 552 67 (4)、金粉厂(11)、标准五金文具厂(7)、医疗刀剪厂(11)、东风木器厂(14)、服

装二厂(7)、新苏造纸厂(5)、东风拉丝厂(5)、皮卷尺厂(6)、华光五金厂(7)、陶

器厂(3)、服装一社(4)、服装二社(4)、皮革制品社(2)、刻字社(3)、文化用品社

(4)、镜片社(4)、建筑工程队(3)、搭建工程队(6)、经理部(3)、区机关1、2、3支

部(71)

区医院(12)、区实小(3)、城东小学(2)、善耕小学(2)、于将小学(2)、区进修学

校(2)、娄门学区(4)、北塔学区(3)、皮市学区(3)、东风木器厂(14)、东风塑料

厂(6)、东风机修厂(9)、苏州刀片厂(6)、标准件厂(11)、陶器厂(3)、服装二厂

(8)、服装三厂(4)、服装四厂(4)、建筑工程队(3)、皮革制品厂(3)、新苏造纸厂
1977 572 69

(5)、日用五金厂(4)、表牌厂(5)、量具刃具厂(5)、皮卷尺厂(6)、金粉厂(11)、

东风电器厂(7)、继电器厂(7)、橡胶厂(4)、拉丝厂(5)、文化用品厂(4)、通讯器

械厂(6)、标准五金文具厂(7)、搭建工程队(5)、区经理部(3)、区机关1、2、3支

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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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支部数
年份 党员数 党支部名称(党员数)

(个)

皮市学区(5)、观前学区(4)、北塔学区(5)、娄门学区(8)、平江学区(5)、区进修学

校(3)、区实小(4)、区医院(8)、牙防医院(5)、新苏造纸厂(5)、通讯器械厂(6)、东

风拉丝厂(4)、人革制品厂(3)、有线电三厂(7)、机修厂(9)、搭建工程队(5)、建筑

1978 634 69 工程队(8)、刻字厂(3)、量具刃具厂(5)、经理部(2)、市政养护所(5)、房管所

(32)、南酱区店(7)、烟糖区店(7)、饼镘区店(4)、菜面区店(4)、服务区店(8)、棉

麻区店(2)、糕团区店(4)、公安(党员54，分布于：观前派出所、皮市派出所、平江路

派出所、娄门派出所、北塔派出所、水上派出所)、区机关1、2、3支部(93)

区实小(4)、大儒辅导区(6)、马医科辅导区(5)、善耕辅导区(6)、城东辅导区(8)、

北塔辅导区(5)、区进修学校(4)、区医院(14)、牙防医院(6)、南酱区店(8)、烟糖

区店(7)、饼镘区店(6)、菜面区店(15)、服务区店(7)、棉麻区店(6)、糕团区店
1979 853 73

(6)、有线电三厂(原皮卷尺厂)(7)、机修厂(9)、通讯器械厂(5)、造纸厂(5)、刻字

厂(5)、拉丝厂(6)、量具刃具厂(7)、经理部(4)、市政养护所(10)、建筑搭建工程

队(15)

马医科辅导区(6)、大儒辅导区(9)、善耕辅导区(6)、城东辅导区(9)、北塔辅导区

(5)、区实小(5)、探矿工具厂(原机修厂8)、通讯器械厂(5)、有线电三厂(6)、有色

金属线材厂(原东风拉丝厂11)、苏州量具厂(5)、苏州刃具厂(4)、刻字厂(5)、人

1980 946 90 革制品厂(6)、友谊服装厂(3)、平江伞厂(3)、建筑搭建工程队(10)、市政养护所

(8)、南酱区店(8)、烟糖区店(6)、菜面区店(16)、棉麻区店(6)、服务区店(8)、糕

团饼馒区店(9)、联购站(2)、区法院、检察院(18)、区机关(115)、人防专业队(3)、

区医院(16)、牙防医院(8)、经理部(5)

马医科辅导区(5)、大儒辅导区(10)、善耕辅导区(6)、城东辅导区(10)、北塔辅导

区(8)、区实小(6)、探矿工具厂(7)、通讯器械厂(8)、有线电三厂(5)、有色金属线

材厂(13)、量具厂(6)、刃具厂(4)、刻字厂(7)、人革制品厂(7)、友谊服装厂(4)、

1981 1008 96 平江伞厂(3)、烟糖区店(6)、南酱区店(8)、糕团饼馒区店(8)、服务区店(9)、菜面

区店(16)、商业联购站(3)、区委机关(31)、区政府机关(77)、离休干部(7)、检察

院(19)、法院(18)、区医院(16)、牙防医院(8)、经理部(3)、建筑搭建工程队(10)、

市政养护所(8)

马医科辅导区(6)、大儒辅导区(12)、善耕辅导区(6)、城东辅导区(11)、北塔辅导

区(7)、区实小(6)、探矿工具厂(7)、通讯器械厂(9)、有线电三厂(6)、有色金属线

材厂(10)、苏州量具厂(5)、苏州刃具厂(3)、刻字厂(6)、人革制品厂(7)、友谊服

1982 1046 33 装厂(5)、平江伞厂(3)、墨水厂联合(3)、起重配件厂联合(4)、丝印工艺厂(3)、东

风灯具厂(3)、修理服务部(3)、建筑工程公司(12)、市政养护工程公司(7)、区医

院(16)、牙防医院(8)、经理部(5)、离休(14)、区委机关(36)、区政府一支(35)、二

支(34)、三支(23)、区检察院(27)、区法院(26)



第一章中共平江区地方组织

表12—3 1983—1999年平江区党组织情况统计表 单位：个

支 部 分 布 情 况

年份 党委 总支 支部 房地产
机关 居委会 工业 建筑 商业供销 卫生 文教 金融 农业

公用事业

1983 5 3 95 18 51 15 1 l l 2 6

1984 8 2 106 24 54 16 l l 2 2 6

1985 8 3 116 24 60 15 l l 7 2 6

1986 8 4 126 30 66 12 l 1 7 2 7

1987 8 4 133 30 67 15 l l 8 2 9

1988 7 4 143 32 68 14 2 7 9 2 9

1989 7 4 147 34 71 13 l 10 8 2 8

1990 7 4 156 34 78 13 l 9 9 3 9

1991 7 4 155 34 78 13 l 9 8 3 9

1992 9 6 162 37 79 15 l 10 8 3 9

1993 9 7 173 41 79 18 1 13 8 3 10

1994 10 6 176 46 76 18 l ll 1l 3 10

1995 10 6 182 46 81 18 l 13 9 5 9

1996 11 5 183 49 80 15 l 14 9 3 10 1 l

1997 ll 6 180 46 86 12 1 12 9 3 10 1

1998 ll 6 182 48 88 9 1 9 12 5 10

1999 1l 6 175 62 69 9 1 7 13 5 9

二，观前(中区)区委

1951年¨月，中共苏州市中区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苏州市委领导。市委任命李克夫

为中区区委书记。区委机关驻养育巷，后迁长春巷。1952年，区委在机关、工厂、商业等单

位建立13个党支部，共有96名党员。1954年3月，区委开始设立常委会。1955年10月，

中区改称观前区。同年11月27日至31日，召开中共观前区首次代表会议。出席代表47

名，列席代表26名。区委书记丁振扬代表区委作(1955年一至三季度工作总结和第四季度

任务》的报告，区委副书记丁学宝作大会总结。大会没有选举议程，区委领导仍由市委直接

任命。1956年7月，观前区撤销，所属五卅路和观前两个街道办事处辖地划归平江区，时有

9个基层党支部，119名党员。

1951年11月至1952年7月，区委与区政府合设一套工作机构。1952年7月开始机构

分设，区委设秘书室、组织科、宣传科、统一战线工作科，后增设工业科和财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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